
郵輪的旅行方式始於十八世紀末，
興盛於二十世紀中。郵輪度假風潮是由
歐洲貴族開創，它的精髓在於一個人或
全家人借浩瀚的海洋去遊歷，去尋訪歷
史，是一種優雅、閒適、自由的旅行，
是歐美人最嚮往的度假方式之一。

越夜越精彩
郵輪是海上漂浮的度假村，省去車

馬勞頓，享受旅遊的每分每秒。歐美乘
客的習慣，郵輪的精彩生活一般從晚上
開始，盛大的晚宴、各式餐飲、演出、
舞會、劇場等，會讓黑夜變得短暫。而
中午則是郵輪的早晨，吃完午飯，郵輪
才開始熱鬧起來，人們在甲板上享受日
光浴、打高爾夫球、在泳池游泳、在健
身房做運動、在美容室做spa、聽講座學
外語、在酒吧或咖啡館聊天……

郵輪的前身是遠洋客輪。在飛機尚
未出現的年代，一旦旅遊者的目的地需
要跨越海洋，只能選擇遠洋客輪，在船
上至少要呆幾周甚至數月。那個年代，
客輪（通常是客貨兩用）只是運輸旅客
的工具。二十世紀初，跨越大西洋的飛
機投入商業服務，飛機從此正式成為民
用運輸工具。此後，追求時間和效率的
旅客紛紛轉乘飛機，跨海客輪生意日漸
慘淡，航運商人開始考慮轉型為有錢有
閒的遊客提供舒適豪華的旅行服務，這
便是今天的郵輪。

當我第一次踏上郵輪之際，心裏充
滿好奇和期待。想起在電影中看到巨型
郵輪上的浪漫、豪華和多姿多彩的海上
生活，心情無比興奮。

抵達新加坡國際郵輪碼頭，然後辦
理登船手續，取得房號牌後，再自行找
尋艙位，或請船上服務生帶路（習慣上
要給小費，但不強迫）。我們訂的是四
人內艙房，船方安排升級到海景房，可
能是乘客稀少吧。

麗星郵輪處女星號是一艘七萬多噸
的郵輪，擁有超過二十五個餐廳、酒吧
、娛樂和活動場所。房間九百八十個，
容納客人一千九百多。大部分餐廳是免
費的（餐費已含在船票內），酒水和部
分主題餐廳要另付。除自助餐外，進入
餐廳必須正裝，那時船方和客人都嚴格
遵守規定，曾有客人穿運動服而被拒於
門外。船長宴當天，人人衣裝整齊，部
分老外還穿着禮服，隆而重之。

每個晚上，劇場都有不同表演節目
。日間有插花、烹飪、健康舞等課程，
自由參加。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駕駛
台，這不是公開的活動，我偶然到服務
台問可否參觀駕駛台，那挪威籍服務員
着我寫信向船長申請。申請當晚便批准

了。翌晨九時正在服務台前集合，我們
一家四口，還有兩對澳洲夫婦。由一位
丹麥籍三副帶領進入駕駛台，臨行前他
告誡兩個小朋友，進入駕駛台後千萬不
可亂動任何物件。駕駛台對於當過海員
的我並不陌生，主要是讓小朋友開開眼
界而已。某次從天津出發的郵輪上，與
鄉下妹（內子）說起這事，她也想參觀
駕駛台，但申請被船方婉拒了。

五天的航程，到過新加坡、巴生、布
吉和棉蘭。坦白說，首次乘搭郵輪，並沒
有想像中那麼精彩，或許與語言和文化
差異有關吧。然而，我已愛上她那種寧靜
、休閒、高雅和自由自在的旅遊方式。

奇人奇事多
乘坐郵輪，可以認識各種各樣的朋

友，看到千奇百怪的人物。有一回在地
中海的郵輪上，遇上一位已在海上連續

度過了第八個生日的老太太，她是一位
六十多歲的美籍華人，十年前意外地得
到一筆巨額遺產，她決定用這筆錢去圓
環遊世界之夢，她又不想車馬勞頓，朋
友建議她坐郵輪，五星級酒店跟着她走
，非常輕鬆舒適。她說自己已愛上了郵
輪，愛上了大海，或許，她會在郵輪上
終老。

地中海航線穿航多個沿海港口，我
們從西班牙的巴塞羅那落船，先後登陸
法國的馬賽，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羅馬
、拿坡里，希臘的米干諾斯、雅典，土
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和古薩達斯，最後在
意大利威尼斯離船。其實也可以分段乘
船，例如在羅馬落船，伊斯坦布爾離船
，價格都不一樣。與我們一同在巴塞羅
那落船的有數十名中學生，由老師帶領
，體驗海上生活。這群西班牙學生聽課
時靜如止水，玩時瘋狂如甩繩馬騮，上
岸乘車或進入餐廳都安靜有禮，顯出教
育有方。

這艘帝皇公主號郵輪，十四多萬噸
的船體如一座小型城市，船上設備應有
盡有。船員一千五百多名，可載客近三
千六百人。據說公主郵輪去年有一艘二
十二萬噸的新船下水，更是難以想像的
巨型了。

有人利用郵輪作為親朋或同學聚會
之所，這是很不錯的構思。某次從香港
出發的郵輪上，遇上一批來自世界各地
的人在此聚會，原來他們是親戚關係，
有些已經十多年甚至數十年未見。幾天
的海上共同生活，暢談家事往事，加強
親人之間的凝聚力。有些企業老闆，將
郵輪遊用作對員工的獎勵，又可同時進
行培訓和提升士氣，一舉數得。

有些人總是對大海大洋存有恐懼感
，遇上颱風怎麼辦？遇上海嘯怎麼辦？
遇上海盜怎麼辦？航行中發病怎麼辦？

過去幾十年的輪船比現今的郵輪設
備落後許多，海難事件也可說鳳毛麟角
，相比陸上的交通意外數量更是小巫見
大巫。現今的郵輪非常先進，天氣預測
和海域情況能夠百分百掌握，絕對可以
避開危險海域繞道而行。我去年乘搭的
郵輪在抵達所羅門群島前幾天，已收到
該海域將發生地震和海嘯的信息，確定
安全之後才繼續原定航線。年前從上海
出發的一艘郵輪因天氣變化，船長臨時
決定將原目的地日本改往越南，遭到部
分乘客起哄抗議，要求賠償，那是十分
愚昧的行為。

至於海盜問題，主要發生在紅海近
索馬里海域，近年在各國協力下已得到
解決。而且，那些海盜船隻是一些小型
船艇，要登上巨大和高速的郵輪有一定
難度，只能造成一些干擾而已。

航行中發病誰也不能預料，怎辦？
所有郵輪都有醫生和護士駐診，一般現
診100美元（約780港元）以上，出診較貴
，重大疾病必須送就近港口醫治，急症
可能需要直升飛機接病人上岸，費用必
然高昂。所以，落船之前必須購買國際
醫療保險，病人的大部分或全部醫療費
用，包括運送過程都由保險公司支付。

中國市場大
國人對郵輪的印象多半是從電影《

鐵達尼號》開始的。一艘海上龐然大物
與富麗堂皇的內部設計，外加浪漫經典
的愛情，這個百年前發生在大西洋上的
淒美故事，讓國人對郵輪的神秘產生了
興趣。

近年中國經濟起飛，人們口袋有錢
，出國旅遊的人愈來愈多，乘搭郵輪也
成為一種時尚，許多以歐美為基地的國
際郵輪，紛紛轉移到中國來。中國的上
海、天津、深圳、香港等港口，幾乎每
天都有郵輪開出，航線以日韓、東南亞
為主，偶爾有較遠的如澳洲、南太平洋
線。國際郵輪在中國畢竟是新興事業，
碼頭設施和接待乘客方面尚待改善。同

時，內地乘客也需要時間去適應西方的
郵輪文化和秩序。

在最近一次前往菲律賓的郵輪上，
我選擇靠落地窗的餐桌，自助餐廳剛開
門服務，客人很少，沒有喧鬧，一片寧
靜，偶爾是輕輕的餐具撞擊發出的聲音
和一陣陣的海浪聲，是那麼的美妙。我
邊吃早餐，邊看海燕來回飛翔覓食。牠
們時而在空中高飛，時而穿過洶湧的浪
尖，儼如勇猛的海上戰士，也似翩翩起
舞的姑娘，美妙的姿態貼着浪峰波谷，
在海面上畫出一道道美妙的弧線。蒼茫
的大海上，烏雲布滿天空，遠處的天邊
已一片灰白，想是正下着大雨了。雲海
之間，海燕高傲地迎風而上，好像在說
，讓風雨來得猛烈些吧，我喜歡。

郵輪上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你可
以下棋打麻將，可以在賭場找尋刺激，
可以學烹飪學跳舞，可以看書游泳打球
，可以無所事事地對着大海發呆……我
相信，總有一樣適合你。

中國客人
湧到船邊拍
攝日落景色

鄧鉅川 文、圖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乘
搭郵輪，一家四口從香港
飛新加坡落船，除了我們
一團二十多個香港人和數
十位星馬華人外，其他乘
客都是老外，以澳洲人為
主。此後，又間斷地多次
郵輪遊，地中海線，日韓
線，東南亞線等。比較精
彩的是四十六天南太平洋
線，在大西洋號郵輪上，
我第一次聽到 「郵輪文化
」 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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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選擇的西餐無限量供應

•登船後，船方會收起
客人的護照，然後發給他們
一張船卡，這是門卡，也是
臨時身份證和船上消費卡，

整個航程憑此卡上落郵輪。
•小費強制性在登船後支付，一般每

天12至14美元（約90至110港元）左右，有
些客人會對服務特別好的船員額外打賞。

•通常航行第一天進行逃生演習，船
上所有人員必須參加。

•岸上遊一般不包含在船票內，須另
外付費，通常有多條路線選擇。客人也可

以自由行，事前最好做足功課。
•歐美航線的郵輪對衣着有嚴格要求

。自助餐廳可穿便服，晚間的主餐廳必須
正裝，船長宴特別隆重，當晚肯定衣香鬢
影，男的西裝筆挺，女的濃妝艷抹，刻意
打扮。近年行走中國航線的郵輪，乘客絕
大多數是中國人，他們未必能適應這種西
方郵輪文化，船方對衣着的規定沒那麼嚴
格了。

•船上有各種WiFi套餐，價錢昂貴，
而且信號不穩定。何不扔掉手機，全情享
受清靜的海上假期！

郵輪
文化

衣着有要求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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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郵輪普及化，已非富人專享

▲客人參加跳舞班 ▲泡浴、日光浴、游泳，各適其適

▶外籍船員用心地製作美食
▲圖書館內享受寧靜的閱讀環境

▲一群到郵輪上體驗海上生活的中學生

▲郵輪上早起的晨運者寥寥

▲劇場每晚均有百老匯式綜合演出


